
【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学中的“民族”问题】 	

 

【一，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】 

▉1920 年代的古史辩运动。 

顾颉刚（1923）《与刘胡二先生书》（《古史辩》第一册，96-102 页，上

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，1982）提出：（一）“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”；（二）

“打破地域想来一统的观念”；（三）“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”；（四）“打破

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”。 

▉傅斯年 1928 年《本所对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》。	
▉1934年，顾颉刚、谭其骧在北京创办《禹贡》半月刊，《发刊词》：“这

数十年中，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，因此，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。

在这种意识之下，大家希望有一部《中国通史》出来，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

竟怎样，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”。见《顾颉刚全集》（北京：中华书

局，2010）第 6册，363页）	
▉1936-1937年，顾颉刚与史念海等合作编《中国疆域沿革史》（商务印书

馆，1938）。第一章《绪论》“吾人处于今世，深感外侮之凌逼，国力之衰弱，不

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，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，衷心忡忡，无任忧惧。窃不自量，

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，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，虽一寸山河，亦不当轻轻诸敌

人，爰有是书之作”（6页）。	
▉李济（1928）哈佛大学博士论文：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, 

Harvard，1928；【中文本《中国民族的形成》，见《李济文集》第一卷，51-249

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】。又，李济《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》，《李

济文集》第二卷，203-205 页。	
▉梁思永到黑龙江、热河调查过去鸟居龙藏与安特生调查过的东北遗迹。见

梁思永《昂昂溪史前遗址》（《史语所集刊》第四本第一分，1932） 

	

【二，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】 	

▉1910-1911 年，德国传教士 F.W.Leuschner 撰有《中国南方的猺子（Die 

Yautse in Sued-China）》。 

▉1930 年，庞新民随着中山大学生物系采集队，也去考察，并撰有《广东

北江猺山杂记》（《史语所集刊》第二本第四分，1931），姜哲夫撰有关于北江

猺人建醮的论文，见于（《史语所集刊》第四本第一分，1932）；1931 年，他

往广西猺山考察，撰《广西猺山调查杂记》（《史语所集刊》第四本第一分，1932

年 10 月）。 

▉1930 年凌纯声、商承祖等人对松花江下游赫哲族的调查；1932 年，杨成

志《西南民族研究》（特辑）出版。1933 年，凌纯声与芮逸夫等对湘西苗族的

调查，出版《湘西苗族调查报告》；1934 年与芮逸夫在浙江丽水对畲族的调查；

1935 年与芮逸夫、陶云达等对云南彝族的调查，陶云达撰《关于麽些之名称分

布与迁移》（《史语所集刊》第七本第一分，1936），；1936-1937 年，凌纯声



与芮逸夫对滇西佧瓦、拉祜、景颇、摆夷各族的调查。1938 年，陶云达发表《几

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》（《史语所集刊》第七本第四分，

1938） 

▉辛树帜之傜人调查；史禄国、杨成志之云南猡猡调查；陈锡襄之《傜民访

问记》；顾颉刚编《瑶山调查专号》之跋语。 

▉傅斯年《致顾颉刚先生函》（1939）说明凌纯声的调查之意义。中央研究

院建立“民族学组”，蔡元培亲自担任主任。 

	

【三，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：1930 年代末期中国学界关于民族、

边疆与国家的争论 】 

 

▉傅斯年《中华民族是整个的》（1935）、齐思和《民族与种族》（1937）、顾

颉刚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（1939）、马毅《坚强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的信念》（1939）
等。 

▉顾颉刚与马毅（1941），向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二届边疆教育委员会提交《建

议订正上古历史汉族驱逐苗族居住黄河流域之传说，以扫除国族团结之障碍案》。	
 

▉孙本文等编著《中国战时学术》（上海，正中书局，中央文化运动委

员会文化运动丛书， 	 1946）指出，战争状态对于历史学取向有很大影响，抗

战时期，史观渐趋一致与进步，关于民族起源流衍的观点也渐趋一致，即中华民

族起于本土说，成为国人的信念，普遍而坚定，“是抗战以后的事”（127 页）。

其中举了傅斯年在天津《大公报》上发表的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，顾颉刚在昆明

《益世报》发表的“中华民族不可分”等等。最后，讲到蒋介石《中国之命运》

以宗族称谓中国国内民族，“影响历史学术，也影响民族心理，关系非常之大”

（128页）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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